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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上海科技名
片，汇聚资源要素玩转科
普产业

从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到中国科

学社落户上海，从青霉素量产到人工合成

牛胰岛素诞生，在现代化进程中，创新始

终镌刻在上海的城市基因里。

经过多年努力，上海的“科普家底”日

渐丰厚：拥有上海科技馆等市级科普基地

285家、青少年科学创新实践工作站29

家，平均每8万人拥有一个科普基地，达

到世界领先水平；上海公民具备科学素质

比例达到24.3%，继续位列全国首位……

上海的科普人才也是星光熠熠。去

年，85岁的汪品先入驻B站成为一名科普

短视频UP主，如今他已经收获了170多

万粉丝，这让他非常欣喜，直呼找到了与

公众的接触点；平均每月作一两场科普报

告，先后撰写了近百篇科普文章，因在科

普领域的突出贡献，中科院院士褚君浩获

得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章”，他把这枚奖

章放在办公室书架的醒目位置；复旦大学

附属中山医院骨科主任董健从2016年开

始拍摄科普短视频，微博转发后两周不到

就获得200万次的点赞量，从此便一发不

可收拾，近三年里他和团队发表了300多

篇科普文章，28部微视频，出版了10本科

普书籍，每年举行10多场科普活动，受益

人数预计超过6000万……

今年3月起施行的《上海市科学技术

普及条例》对科普的组织管理机制、全社

会参与科普的工作职责、科普的保障激励

机制等作了规定，其中更明确提出“支持、

培育和推动科普产业发展”。在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科技传播系执行主任、先研院新

媒体研究院院长周荣庭看来，拥有资源、

人才，加上政策支持，上海发展科普产业

的土壤已经具备，一个极具想象力和发展

空间的未来产业正拉开序幕，这从科技传

播大会上就可看见其冰山一角。

主旨大会现场，诺奖得主迈克尔 ·莱

维特以全息投影的方式虚拟参会并发表

演讲。他带来了一个全新构想，想在上海

建一座“虚拟全球实验室”，让身处不同时

区、隶属于不同机构的科研人员通过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合作，最大程度地

发挥全球多样性优势。

市科委联手市文旅局重磅发布10

条上海市首批科普旅游线路，有探访生

命新知的海空探秘之旅、触达天文地理

的科学求索之旅、感受重工制造的汽车

动感之旅……一条线路就能激活一把科

学的种子。

上海科技馆在今年科技节期间推出

“科普进五个新城”专场活动，7天推出

20场线上直播活动和两场天文馆“科学

之夜”，由6位明星科学家和8位明星科

学老师带领大家云端逛展、上课、听讲

座，或在星空下的湖边露营，或在林间循

声觅虫。

未来，上海将强化元宇宙、人工智能

等对科普场馆的功能提升作用，支持科

技创新成果在科普场馆展出；并积极引

入国外顶尖科学家和科学传播机构，为

上海市民带来形式多样的科普体验。

建一流研究机构，
夯实科技传播理论大厦
的基石

为何打着健康养生旗号的伪科学仍

被大量转发？知识储备越多就越容易相

信科学吗？科学家应该在科普中扮演何

种角色？面对不断迭代的媒介技术和社

会需求，科技传播的未来是怎样一幅图

景？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扎实的理

论研究。康奈尔大学科学传播系教授布

鲁斯 ·卢恩斯坦说，上世纪80年代初，当

他刚投身科学传播研究时，这个领域的基

础还比较薄弱，经过不到半个世纪的发

展，如今已相当厚实。只是学者分散在全

球各地，需要一个平台把他们聚集起来。

作为本届大会的学术板块，圆桌会

议就提供了这样一种机会，专家们智慧交

锋，火花不断。事实上，对话本身就是一

种行动，设立上海科技传播大会的初衷之

一，就是夯实科学传播理论大厦的基础，

邀请全球传播领域的专家发表真知灼见。

布鲁斯 ·卢恩斯坦发现，传统科学传

播的“缺失模型”（即公众缺乏科学知识，

需要向其灌输知识）已经失效，知识不是

唯一重要的东西，也不能预测人们的态度

或行为。相反，现在的科技传播必须考虑

受众因素。

那么，用幽默的表达方式传播枯燥

的知识有用吗？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

播学院长聘副教授、未来媒体与人机传播

研究中心主任牟怡用在线实验告诉人们，

是否使用幽默的科普方式在年轻群体中

并没有显著影响。

随着全息投影、虚拟现实、元宇宙等

技术的发展，如何把握住未来的科学传播

方向？在“科技传播的现在与未来”的圆

桌讨论环节，专家们都提到了一个词“跨

界融合”。中科院院士褚君浩表示，不仅

科学家与公众之间要做科普，科学家之间

也要做科普。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张

涛甫表示，科学越发达，意味着科学的细

分和壁垒越多，哪怕是非常专业的顶尖人

士，也生活在其知识的壁垒和“茧房”里，

想要跨出信息“茧房”，就需要科学的传播

与交流。

上海科技馆馆长、中国自然科学博

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王小明认为，重构科普

格局离不开时代背景。他认为，而今的时

代背景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大数据，一个

是交叉融合。“只有在共享的基础上，以新

的供给侧改革，才能产出更好更多的高质

量科普，为社会提供支持和帮助。”

一场两小时的交流只是上海构建科

学传播理论大厦基石的开始。本届大会

上，由上海市科委牵头，依托上海科学传

播与发展研究中心，上海科技馆、上海市

科学学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

大学共建的“上海科技传播智库”正式成

立。智库将设立科学教育、公众参与科

学、科学传播、科技治理四个研究方向，瞄

准一流研究水平、一流社会影响力，将其

打造成科技传播领域的学术高地和决策

咨询高地。

用好资源禀赋，让
更多科普红人从上海
走出

科普类短视频正在成为新的“流量

密码”。以B站为例，2021年的科普内容

播放量比前一年增长了1994%，是全站

增幅最快的品类。2021年，快手站内时

长在60秒以上的品类视频数增长迅猛，

科学类视频位列前三。

首届上海科技传播大会请来“吴姥

姥”、戴伟、“混知”创始人、芳斯塔芙、

吟游诗人基德、毕导等科普大V，举办

了一场“科普红人大会”。虽是“网

红”，但他们中的很多人本身就是一名

科研工作者。

在B站上拥有84万粉丝的“不刷题

的吴姥姥”吴於人，退休前是同济大学物

理学教授，她坚持做科普已有16年。当

被问到“更喜欢在课堂上传授知识，还是

做科普视频”时，她说“都喜欢”，因为她

提倡的“不刷题”不是不做题，而是要带

着研究问题的心态去学习。

戴伟是牛津大学博士，现在是北

京化工大学英籍特聘教授。他能把知

识点之间的关系讲得层层深入，让人

感叹原来这个知识还有我们想不到的

另一面。

“毕导THU”是清华大学化工系博

士研究生，拍视频之余正在准备博士论

文；全职科普UP主“芳斯塔芙”是中科

院上海神经所博士唐骋；即使是学历不

那么“扎眼”的“混知”创始人陈磊也是

一名研究生毕业的理工男。

尽管大多数科普网红本身学历很

高，但他们都认同一点——想要做好科

普，就得好玩。戴伟说，400多年前，有

位天才科学家说自己只不过是海边玩

耍的男孩，他觉得想让孩子爱上科学，

也要给他们“玩”的空间。事实上，在做

好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做化学实验就是

一种玩，其中的乐趣不亲手尝试过是不

会懂的。

毕导说，如果把科普变成“第二课

堂”，他就觉得有点累了。他希望看他视

频的人是在娱乐，能够享受科学激发好

奇心、启迪智慧的那种快乐。所以他觉

得好的科普是有娱乐价值的。

陈磊现场画了一张图——高高的树

上有一只鲜红的苹果，但除了“姚明”谁

也吃不到；后来在一位科普工作者的帮

助下，苹果树变矮了，大家都吃到了美味

的苹果。为了让更多人“吃到苹果”，陈

磊几乎从来不堆砌专业术语，因为对绝

大多数的非专业人士来说，每个专业术

语都是阅读中的一次重要障碍。

不管是剥开坚果坚硬的外壳，还是

降低苹果树的高度，用有厚度的真知识

对抗伪科学，凭借充沛的科普资源和扎

实的理论研究，上海有源源不断培育科

普红人的“底气”。 （文/林菲）

作为2022年上海科技节的重要活动，
首届上海科技传播大会以“创新 ·传播 ·融合”
为主题，邀请知名科学家、科技传播实践者、
科普明星和理论学者等，就科技传播矩阵融
合构建、科学家共同体与公众互动、网络科技
传播策略等话题展开热烈讨论。

在本届大会的主旨大会上，中科院院士
汪品先提出要发展“海派科普”。正如上海所
拥有的“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
谦和”的城市精神和“开放、创新、包容”的城
市品格，这位拥有百万粉丝的科普达人坦言，
海派是个正能量的名字，代表着创新与融
合。上海要做排头兵，为建设一座海派科普
城市而奋斗。

1991年至今，上海科技节已走过31年，
为何今年首设上海科技传播大会？或许正
如诺奖得主迈克尔 ·莱维特所说，信息时代
的发展让传播变得高频高效，科学传播的范
式也要与时俱进；又如中科院院士丁奎岭所
言，在上海全力推进具有全球有影响力的科
创中心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争创
四个“第一”的大背景下，举办科技传播大
会，彰显上海这座城市创新的活力、魅力、潜
力和文化底蕴，意义重大。在专家看来，创
办科技传播大会是上海贯彻落实科学普及
与科技创新“一体两翼”重要论述的有力举
措，也是在科创中心建设中搭建传播交流新
平台的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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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局、播능、合뫏，建붨“普엉科普”局룱뻖

主旨大会

圆桌会议

科普红人大会


